
什么人需要

静脉输入氨基酸？

复合型氨基酸注射液一般用于蛋白

质摄入不足、 吸收障碍等氨基酸不能满

足机体代谢需要的患者。 比如因手术、严

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引起的氨基酸缺乏，

以及各种疾病引起的低蛋白血症。

此外， 也有一些可以起到药理作用

的特殊配方氨基酸注射液， 会针对高代

谢状态添加谷氨酰胺， 或是为了减轻肝

脏负担添加支链氨基酸等等， 但都与学

生补充脑力消耗或益智的期望无关。

尤为重要的一点是， 氨基酸注射液

属于处方药，有一定的适应症，输液需要

遵医嘱进行。

吃饭比输液强

临床营养学中， 一般把营养成分的

摄入方式分为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

所谓肠内营养，即食物、营养制剂通

过口服或者胃肠置管的途径， 最终被肠

道吸收；而肠外营养，则是将人体可以直

接吸收的小分子营养物质通过静脉输入

人体。 打吊瓶输入的氨基酸就属于肠外

营养。

原则上，营养师都推崇肠内营养，一

来这样有助于维持肠道黏膜免疫屏障功

能，二来静脉输液有可能出现一些感染、

代谢性的并发症， 甚至在输液操作的中

出现意外。

具体到复方氨基酸注

射液，常见的不良反应

有静脉炎、 过敏性休

克、 过敏反

应、 药疹，甚

至急性肾衰

竭、咯血等。

西洋参虽好，

也不是人人都可

以服用。

服用西洋参

的时候不要饮茶。

因为茶叶中含有

多量的鞣酸，会破

坏西洋参中的有

效成分，必须在服

用西洋参 2 日～3

日后才能喝茶。

同时不要吃萝卜。中

医认为， 西洋参是补气

药， 而萝卜是消气药，萝

卜会对抗参的补益作用。

此外， 西洋参在治病健

身方面有两种滥用倾向：

一是盲目用于各种病

人。临床研究表明，慢性乙肝

患者使用西洋参及制剂不仅

不利于疾病康复， 还会加重

病情和使之迁延。 又如许多

恶性肿瘤患者在术后或放化

疗后使用西洋参及其制剂，

有的甚至长期大量使用以图尽快康

复，可往往事与愿违。

实践证明， 只有当患者在术后

或放化疗后出现明显的肺胃阴虚症

状时才可对症使用， 发挥西洋参的

效用。

二是当作食品。 由于西洋参具

有一定的抗疲劳、 抗缺氧和提神醒

脑作用， 日常生活中有为数不少的

人随身携带西洋参或其制剂以备抗

疲劳。

殊不知， 疲劳是人体气血阴阳

相对失衡的表现， 需要通过精神调

摄、均衡营养、劳逸结合地安排工作

和休息的时间等多方面来综合调

节， 并不是服用西洋参就能解决的

问题。

况且， 有许多情况还不适宜用

西洋参来抗疲劳。 因为西洋参只是

一种养阴补气的中药，不是万能药。

如果是脾胃虚寒的人， 比如吃东西

稍不注意就腹痛、 腹泻， 不敢吃凉

食、手足发凉的人，就不适宜服用西

洋参。

最适宜服用西洋参的人群是气

阴两虚者。 正常人如有“苦夏”反应

（指进入夏季后由于气温升高，出现

胃口下降不思饮食， 进食量较其他

季节明显减少并伴有低热、 身体乏

力疲倦、精神不振、工作效率低和体

重减轻的现象），也可以适当服用一

些。

所以说， 西洋参是一味滋阴降

火的药品， 而不是什么营养滋补佳

品。

用西洋参来治病也应根据病情

辨症，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万不可把

它当成包治百病的丹药， 人人皆可

服的补品，防止进入滥“补”误区，备

战高考的考生对此更应谨慎。

（综合《沈阳晚报》《长江商报》

新华网、果壳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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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供能如同把存折当柴烧 西洋参不是万能药

高考进补悠着点儿

高考逼近，考生家长又掀起新一轮的补养热潮，平时忙碌的家长们纷纷赶赴药品、

食品一线，精心挑选，为即将高考的子女选择最佳的补品，以避免输在冲刺阶段，然而通

过记者的调查发现，考前大量摄入保健品，应该悠着点儿。

氨基酸供能

就像把存折当柴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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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上一条“孝感一中高三学生集

体打吊瓶”的微博被迅速传播，配图里那

密集的吊瓶掩盖了教室本该拥有的阳光

和朝气，让人感觉如同走进了紧张压抑的

病房。

此事引起广泛关注，考生和学校积极

备考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打吊瓶输氨

基酸”这种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徒添风险

的做法，应该立即停止。

据校方解释，“学生打的是补充能量

的氨基酸”学生也在微博上表示“为备战

高考补充能量，挨几针也是值得的”。从理

论上说，氨基酸可以提供能量，但这仅限于

能量来源严重缺乏的时候。 打个比方，这就

像一个人冷得不行，迫不得已只好把存折当柴

火烧。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而蛋白

质是人体中非常重要的有机化合物。 事实上，

虽然氨基酸可以作为供能物质参与人体的新

陈代谢，但它更重要的任务是作为合成蛋白质

的原料，因此，比葡萄糖等其他供能物质要宝

贵得多。

氨基酸这么宝贵，人体自身的代谢机制都

会尽可能地节约它们。 当人体能量不足的时

候，最先消耗的是糖类，而后是脂肪，只有当脂

肪大量消耗后才开始分解蛋白质产生能量。换

句话说，只要不是营养不良或碳水化合物摄入

过少，就轮不到动用本应用来合成蛋白质的氨

基酸来提供能量。

正常人输液补充氨基酸有意义吗？复合型

氨基酸注射液中的氨基酸比例是根据人体需

要精确设计的， 其中必需氨基酸的数量充足、

比例适当， 但为预防渗透压过高出现不良反

应， 往往一瓶中的总氨基酸数量不会超过 20

克，这个量正常人吃二两肉就能获得了。

因此，对于能正常饮食、胃肠功能良好的

人来说，通过输液摄取的这些氨基酸没什么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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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不是万能药

在众多的补品中， 西洋参备受

青睐，高考前的热卖补品中，自然少

不了它的身影。

西洋参的剂型由单一的饮片，

发展为丸、膏、口服液等。 经某些广

告大肆鼓吹渲染后，身价倍增，成了

老少妇幼四时皆宜的滋补品。 其实，

西洋参是药品而非补品。

西洋参原产北美洲的加拿大南

部和美国北部， 我国上世纪引进栽

培成功。

中医认为，西洋参能益气养阴，

清热生津。 常用于气虚阴亏、内热、

咳喘痰血、虚热烦倦、消渴、口燥咽

干等症。

现代医学表明， 西洋参中的皂

甙可起到消除疲劳、 增强记忆力等

作用，适用于失眠、烦躁、记忆力衰

退及老年痴呆等症状。

此外， 西洋参还可以保护心血

管系统，气阴两虚、心慌气短的心血

管疾病患者可服用西洋参。 西洋参

还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 降低血液

凝固性，降低血糖，提高免疫力。

西洋参并非人人可以服用


